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酒泉，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生息、迁徙、征战、交流的

大舞台，也是中原文化、民族文化和西方文化交融、芸萃的

地区。历史上多种民族在这里交错杂居、和战相继，谱写 、
了一部绚丽多彩的民族史。

先秦时期，羌、乌孙、月氏、匈奴等古代民族曾在酒泉 懈

繁衍、生息。秦朝初年，月氏逐走乌孙，独占河西走廊。公 瓢

元前 2时左右，匈奴战败月氏，成为河西走廊的主人。公 : 

元前 121 年(元梓二年)雄才大略的汉武帝派霍去病收复 集

河西地区，设四郡，据两关，将中原数十万汉族移民到酒

泉，掀起了酒泉第一次开发高潮，汉民族的主体地位逐步

确立。

魏晋南北朝时期，中原地区战乱不断，河西地区社会

安定，经济繁荣，大批中原人士迁居酒泉，拉开了酒泉各民

族融合发展的序幕。

唐代包容并蓄的文化政策，形成了以汉文化为主流，

多民族文化共同发展的高潮。安史之乱以后，吐蕃占领河

西地区，实行民族同化政策，酒泉历史经历了一个"吐蕃

化"的过程，西藏文化在河西地区广泛传播。

宋夏蒙元时期，回鹊族、党项族、蒙古族政权先后统治

试读结束，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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酒泉，留下了大量的回鹊文化、西夏文化和蒙元文化痕迹，

呈现出多民族文化在这里碰撞、交流、融合发展。

明代中原王朝与蒙古政权长期对峙，农耕文明与游牧

文明发生激烈交锋;清朝大力调整民族政策，通过一系列

的诸如军事、宗教、政治等手段，对河西地区的蒙古、满、

汉、回等民族进行卓有成效的管辖，酒泉各民族相互依存，

共同发展。

民国时期，在孙中山五族共和思想影响下，大中华民

族一元论成为社会主流，民族主义精神空前高涨，民族关

系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。

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，是各族人民融合发展的最好历

史时期。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，各民族团结互助，共同发

军f 展。至 2010 年，酒泉市有 40 个民族，人口 109.6 万人，其

中少数民族 39 个，人口 6.2 万人，占全市人口的 5.66~毛。

酒泉人口规模在千人以上的民族有:回族 17715 人，占少数

民族人口的 28.58% ;东乡族 22023 人，占少数民族人口的

35.50% ;蒙古族 6216 人，占少数民族人口的 10.02% ;哈

萨克族 3304 人，占少数民族人口的 5.33% ，裕固族 2960

人，占少数民族人口的 4.77~毛;藏族 7622 ，占少数民族人口

的 12.29% 。

酒泉的民族发展，概括起来讲，有三个特征。

一是民族的多样性。酒泉地区民族众多，目前有 40 个

民族。这样多的民族长期生存在同一地区，体现了各民族
2 

极强的包容性。实际上，酒泉历史就是多民族共存，多民



族交替主导发展的历史。形态多元、体系繁杂、宗教色彩

浓厚是酒泉民族文化的显著特征。在古代先后受羌、月

氏、乌孙、匈奴、鲜卑、吐谷浑、氏、柔然、吐蕃、回鹊、党项、

蒙古、满族等民族统治，虽然有些民族统治时间长，有些民

族统治时间短，但都对酒泉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产生了重大

影响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。

二是文化的边缘性。酒泉地处中原汉文化圈与青藏

高原游牧民族文化圈的边缘、交汇地带，为文化多样性的

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。酒泉民族文化中，至少有汉

文化、藏传佛教文化和伊斯兰文化三大板块，这在国内其

他地区是很少见到的。酒泉地理位置独特，军事战略意义

重大，历来是中原王朝与北方游牧民族、西域民族争夺的

焦点，也是各民族文化交流、发展的重要舞台。

三是民族文化的融合性。在长期的民族发展中，不同

地区、不同民族、不同文化圈的文化，在酒泉大地上交流、

融合，形成了独具魅力的酒泉文化。这种文化反映了多民

族的迁徙和多元文化的相互交流，各文化圈边缘部分的交

叉，反映了经过长期的融合而形成的民族多样性和文化多

元化的特点。它不仅形态多样，内容十分丰富，而且就其

文化特性来说，也具有很强的开放性、包容性和吸纳性。

《酒泉民族史》是酒泉历史文化丛书之一，也是酒泉有

史以来第一部关于民族发展的著述。全书以马克思主义

唯物史观和民族观为指导，以文献著述与考古学、民族学、

民族语言学等多方面的研究成果相结合，全面反映了酒泉

飞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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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民族的发展历程。我相信，该书的出版发行将对我们加

强民族团结、传承弘扬民族文化，加快建设酒泉文化经济

强市起到积极作用。

在此，我对编著《酒泉民族史》的同志们表示衷心的

感谢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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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2 年 10 月于酒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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凡例

一、《酒泉民族史》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民族观为指导，

将汉文献记述的材料与考古学、民族学、语言学等多方面的材料

和研究成果相结合，以少数民族文字的文献记载为印证，对各时

期现酒泉区域内所有民族的历史渊源、人口分布、风俗习惯、文

学艺术、宗教等方面进行综述，论证了各个时期民族问题、民族

政策、民族关系的变化，以及各民族与周边其他民族融合发展的

关系。

二、《酒泉民族史》记述范围以现酒泉市行政区划为准。书

中的"全市"指酒泉市所辖的肃州区、玉门市、敦煌市、金塔县、瓜

州县、肃北蒙古族自治县和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"全区"指

2002 年 9 月撤地设市前酒泉地区所辖的酒泉市(县级市，2002 年

改为肃州区)、玉门市、敦煌市、金塔县、安西县、肃北蒙古族自治

县和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。安西县 2006 年 8 月更名为瓜

州县。

三、本书上溯事物发端，下限断至 2010 年，部分数据延至

2011 年。

四、本书纪年 :1912 年以前采用朝代纪年，用汉字书写，括注

公元纪年，用阿拉伯数字书写。 1912 年 1 月至 1949 年 9 月采用

民国纪年，括注公元纪年，用阿拉伯数字书写。 1949 年 10 月以

后，采用公元纪年，用阿拉伯数字书写。

五、行政区域、机构、职官、会议、地名等均用当时称谓，古今

地名不一致者，加注今名。人物直书其名。各种机构、部门、社

会团体、政治运动等，各章首次出现时用全称，多次出现时用简

飞乌

带
曲
帽
子
号
费
或



d 

2 

称。如"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"简称为"文化大革命"。

六、本书数字使用执行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发布的《出

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规定》。计量单位， 1949 年前依历史惯例，原

则上不作换算 ;1949 年后采用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计量法》

规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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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关于民族的概念

民族概念问题，历来有不同的观点。从布伦奇里的"八要

素"说，孙中山的"五要素"说，到斯大林的"四要素"说，都对民

族这一概念作了系统的诠释。我们认为，民族是有共同历史渊

源、共同生产方式、共同语言、共同文化、共同风俗习惯和共同心

理认同的人们共同体。也就是说，民族有六大要素:

一是共同历史渊源，即民族起源的地域渊源和族体渊源。

地域渊源也叫共同地域，它是指组成一个民族的人们具有一定

的共同居住、生活的区域。一般来说，民族的其他要素，即共同

语言、共同文化、共同心理认同等，都是在共同地域上形成的。

人们只有在共同的地域之内，世世代代密切交往，共同生活，才

能形成一个民族。相反，如果人们没有一个确定的共同居住、共

同生活的区域，而是分散在不同的地方，要形成一个民族是不可

能的。当然，共同地域虽然是民族形成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，

但并不是说，凡是住在一个共同地域之内的人都必定是一个民

族。在实际生活中，就是一个民族的人，也不是始终固定居住在

一个区域不动的。由于种种原因，人们会迁徙流动，从而形成民

族杂居的情况，或是大分散、小集中的格局。族体渊源就是共同

族源，比如说羌族，虽然古代分布在西部广大地区，居住很分散，

但族源是相同的。

二是共同生产方式，即组成一个民族的人们，在一定地域的

自然环境、气候条件等的影响下，在经济活动领域形成的独特的

方式。经济生活、经济上的联系是把人们聚拢在一起的纽带，也



是共同语言、共同文化、共同心理认同形成的基础和物质条件。

物质的力量，经济的联系，才能把组成民族的各部分联合成一个

整体，并在其他要素的同时作用下使它巩固。民族就是许多不

同部落由于物质关系和利益而结成的。当然，在民族形成以后，

共同生产方式也会发展变化。

兰是共同语言，即组成一个民族的人们在生产、生活中，彼

此之间交流思想感情和交往联系所共同使用的语言。独特的民

族共同语言，是民族形成的必要条件，否则，就不能结合为一个

民族。但并不是不同的民族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情况下，都必须

使用不同的语言。一个民族在发展过程中，为了外部交往的需

要，可能接受或使用其他民族的语言，如蒙古族、哈萨克族使用

汉语，汉民族使用英语一样。

四是共同文化，即人们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

称。共同文化是把人们联系在一起的精神纽带，是民族统→性

和继承性的最显著标志，也是一个民族发展进步的内在动力。

五是共同风俗习惯，即组成一个民族的人们在衣着、居住、

饮食、娱乐、节庆、礼仪、婚姻、丧葬等方面所特有的喜好、风尚、

传统和禁忌。风俗习惯是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产物，受生产活

动、经济生活、地理环境、气候条件等的影响，是在长期的历史发

展过程中世世代代流传、约定俗成的稳定习性。

六是共同心理认同，即组成一个民族的人们的相同的心理

素质，主要表现为对同一民族的自觉的归属感，包括民族成员对

民族整体的认同心理和民族成员之间的认同心理。

二、关于处理民族关系必须把握的几个原则

要正确认识和处理民族问题，必须把握好以下几个基本

原则:

一是历史地、辩证地看待民族关系。民族是一个历史的范

畴，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。民族随着社会历史的

发展而不断发展变化，有它形成、发展、消亡的客观规律。民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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问题的形成，有其特定的历史环境;民族问题的解决，也离不开

一定的发展条件。这是我们认识民族和民族关系的一个基本出

发点。

二是正确区分民族问题和阶级问题。民族问题和阶级问题

是两种性质不同的问题。民族和阶级是两个不同的社会历史现

象，在阶级社会里，民族内部包含着不同的阶级，民族问题往往

和阶级问题联系在一起，存在着阶级斗争。但民族问题并不等

同于阶级问题。社会主义建设时期，民族问题基本上属于人民

内部矛盾。如果像"文化大革命"时期那样，把民族问题混同于

阶级问题，必然导致阶级斗争扩大化和民族问题的复杂化，严重

影响民族团结。

三是善于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统筹解决民族问题。民族问题

与经济社会发展紧密联系，是经济社会发展总问题的一部分。

要把民族问题纳人经济社会发展总格局中统筹解决，才能取得

预期效果。

四是坚持民族平等这一根本原则。人类社会的财富、人类

社会的历史、人类社会的文化，都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。民族无

论大小，一律平等。只有坚持这样的民族思想，才能制定正确的

民族政策，妥善地解决民族问题。

三、关于民族观问题

民族观是人们对民族和民族问题总的看法。我们只有在马

克思主义民族观的指导下，准确把握中华民族观的基本内涵和

基本特征，才能为解决好民族问题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。概括

起来讲，必须坚持以下几点:

一是民族一统观。中华民族观最显著的特征是民族一统。

早在先秦两汉文献中，就得出了民族一统的结论。在《汉书》中，

班固非常赞赏董仲舒的"大一统"理论。董仲舒认为:"<春秋》

大一统者，天地之常经，古今之通谊也。"班固的"大一统"思想主

要包括两层含义:一是"皇朝统一二是"民族一体 o 皇朝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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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就是地方统一于中央，地方与中央之间要保证一致性"民

族一体"就是汉族和少数民族要和睦统一。这一思想，成为历

朝历代统治者民族观的基本思想。

二是民族同源观，也就是强调各民族同根同源。司马迁在

《史记》开篇中就对华夏民族本一家的历史脉络进行了梳理，认

为无论华夏还是夷狄都是黄帝的后代。在《史记·吴太伯世家》

中，司马迁说"余读《春秋》古文，乃知中国之虞与荆蛮句吴兄弟

也。"在《夏本纪》、《周本纪》中，他也对类似观点进行了阐述，认

为夏、商、周都是黄帝的后代。司马迁的这些记述和思想，成为

"炎黄子孙"概念的最早来源。班固在《汉书》中也认为，汉族与

少数民族同源，是不可分离的整体，并进一步完善了司马迁关于

华夏与夷狄同一祖先的思想。

三是民族认同观。中华民族观深深根植于民族认同之中。

历史上，无论是执掌中央政权的汉族，还是执掌中央政权的少数

民族，都主动了解、学习其他民族的社会制度、管理方法，学习借

鉴其他民族的先进文化，任用其他民族的官员及各类人才。这

种情感、文化、制度等方面的互相认同和包容，不断充实和丰富

中华民族文化的内涵，使中华民族始终保持了文化的多样性和

民族的多元性。

四是民族平等观。历史上虽然有"华""夷"之辨，一些少数

民族取得政权之初，也曾采取过民族歧视、民族压迫的政策，但

时隔不久就统一了民族政策。从总体上讲，民族平等是主流。

孔子认为"郁郁乎文哉，吾从周"。后来的统治者在划分华、夷时

强调"行周礼者为华夏，拒周礼者为夷狄"认为除了时空的差异

之外，不管是华夏还是夷狄，合乎传统礼节是最重要的行为标

准。儒家另一代表人物董仲舒提出了"从变从义"的观点，认为

夷夏之分不但要以礼义为标准，而且要视情况变化加以界定，无

论夷狄还是华夏中央政权和诸侯，当其行为违背礼义时，就必须

"夷狄之"当其行为符合礼义时，就可以"中国之"。

试读结束，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.ertongbook.com


